
“古龙”二字，已经成为
中文世界一个无法替代的文化
符号。古龙是“酷”的，他的
为人就像他笔下的英雄们一
样，豪气干云、放浪形骸、嗜
酒如命、风流倜傥。古龙活得
酷，活得洒脱。他曾写过：

“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
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玩
最利的刀。”而古龙的文字更

是体现了他独树一帜的“酷”。
古龙以惊人的才华，创作

出《小李飞刀》《陆小凤》《楚
留香》等70多部精彩绝伦的经
典。这些作品中征服了一代代
读者，跨越了足足半个世纪风
行不衰。李寻欢、陆小凤、西门
吹雪、楚留香、江小鱼、花无缺
等众多人物形象，早已融入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他创造性地

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
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
生哲学融入其中，形成了独树
一帜的古龙式武侠小说风格。

金庸先生评论说：“古龙的
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他
用一种欧化的、现代人的想法
来表达一种武侠世界，另走一
条路……古龙的小说较有深
度，范围比较广，想法很新。”

古龙就是“酷”的代名词

古龙(1938~1985)，著名武侠
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泰斗，与
金庸、梁羽生并称为武侠小说三
大宗师。1985年9月21日，古龙
因饮酒过多，导致肝硬化引起食
道瘤大出血，逝世于台北，享年
48岁。出殡时，王羽、倪匡、林
清玄等友人在他的棺材里放了49
瓶酒陪葬。乔吉为他写了一副挽
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
楚留香”，至今犹为人所乐道。

《小李飞刀》是古龙武侠小说
的代表作品之一，集中体现了古
龙武侠小说的艺术特色。很多

“古龙粉”表示，没读过《小李飞
刀》，就等于没读过古龙。

《小李飞刀》是古龙创作的一
个小说系列，有《多情剑客无情剑》

《边城浪子》《九月鹰飞》《天涯·明
月·刀》，以及番外篇《飞刀，又见飞
刀》。李寻欢、阿飞、林诗音、林仙
儿、叶开、傅红雪、丁灵琳、荆无命、
明月心、公子羽……古龙笔下的众
多经典人物相继在这一系列中登
场。知名作家曹正群曾评论道：

“它（《小李飞刀：多情剑客无情
剑》）不仅是一部阐明武学真谛的
书，还是一幅写尽人间世态炎凉的
人情历史画，更是一部触动社会现
实、探索人生的警世名著。”此次新
版《小李飞刀》的出版，帮助更多读
者深入了解这些经典形象。

据介绍，读客文化今年还将
推出古龙诞辰80周年纪念版《陆
小凤传奇》系列、《楚留香新传》
系列、《萧十一郎》系列等套装。

读古龙
从《小李飞刀》开始

近日，由读客文化出品的新版古龙《小李飞刀》套装上市，一改过去的陈旧
形象，瞄准年轻群体。

20世纪80年代，香港武侠小说引入内地，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时光流
逝，再次阅读古龙，依然热血澎湃。

其实，每一代青年人都一样，一读古龙，就会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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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诞辰80周年纪念版《小李飞刀》上市，主打“酷”元素吸引年轻读者

聆听一个时代的武侠记忆
史海钩沉

读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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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有很多经典语录流传
非常广，如“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
安全的地方”“笑得甜的女人，
将来运气都不会太坏”……有
人称其为“语言大师”。就此话
题，古龙儿子叶怡宽说：“我觉
得‘语言大师’这个称号，父亲
名副其实，有些读者可能不知
道这些语录的出处，但都可以

说上两句。”
他说：“父亲写人、写情、写

哲理，均有不俗的笔墨，相信读
者看得越多，越能体会他文字
的智慧和深刻。其实我们兄弟
三人打理父亲的版权，也一直
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替父亲‘正
名’，他的作品当得起‘文学
经典’这个称号。他的语录中
组合出来的文字令人反复咀

嚼、回味无穷，对当代中国人
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怡宽说：“读者都知道古
龙的小说并不强调武功招式、
谁强谁弱，反而对人性、情感、
内心部分特别重视，甚至是整
本小说的主轴。我认为这就是
古龙小说才有的江湖：不是打
打杀杀的江湖，而是一个充满
感性、有血有肉的江湖。”

实至名归的语言大师

古龙以惊人的才华，创作
出了 《绝代双骄》《小李飞
刀》《陆小凤》《楚留香》等70
多部精彩绝伦的经典，不仅征
服了一代代读者，更引发了巨
大的文化浪潮——他的作品，
总共被113次改编成电影，104

次改编成电视剧，32次改编成
游戏，14次改编成漫画，风靡
整个中文世界，半个世纪风行
不衰。

读古龙小说，看古龙影视
剧，似乎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
课。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流传之广，几乎成为中
国 人 的 口 头 禅 。 导 演 王 家
卫、徐克、杜琪峰，作家三
毛，主持人白岩松等都是古龙
粉，古龙作品真正做到了雅俗
共赏。

据《广州日报》

万千读者怀念古龙

□韩月琴

我出生在改革开放那年的
金秋十月，虽然村子离城市不
是很远，但童年时期，可供阅
读的东西依然不多，所以我成
了爱读书的孩子。印象最深的
是连环画，每一页都是一幅图
配两三行文字，是那个时代孩
子们眼中的稀罕物。许多孩子
都以拥有一本连环画为荣，至
今还记得我看到的第一本连环
画是《斯巴达克起义》，印象特
别深。

除了连环画，我最盼望的
就是发新书的时刻，每次拿到
新的语文书，我都会一口气把
它看完，因为我觉得每一篇文
章都很有意思。我是个喜静不
喜动的人，可以说，语文书对
于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踢毽
子、跳绳、跳皮筋之类的游

戏。因此，从上三年级开始，
我的作文一直都受到老师的褒
奖。后来到了五年级，在语文
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订阅
了 《作文周刊》 和 《小学生作
文报》，这两套报刊成了我五年
级里的珍宝，每收到一期我都一
遍又一遍地阅读，百读不厌。

后来上了初中，课外读物
渐渐增多，我最喜欢的是 《中
学生阅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都让我如痴如醉。那时候校园
流行抄歌词，同学们会找一个
精美的日记本，贴上喜欢的明
星照片，抄写喜欢的歌词。唯
有我与众不同，我喜欢在日记
本上摘抄一些喜欢的句子或片
段，并且描上花边做装饰。闲
暇时，拿出来看、读、品，陶
醉在自己的世界里。琢磨得多
了，我抄的精美语句都烂熟于
心，写作文的时候，它们争先

恐后地蹦跳着来到我的作文本
上，为我的作文增色添香。

上师范以后，随着知识面
扩大，我发现居然有那么多好
书等着我。《读者》《知音》《青
年文摘》《收获》《十月》 ……
它们像一块块香甜的面包一样
吸引着我。有一次，恰逢周
五，我借到一本路遥的 《人
生》，欢天喜地回到家，周五连
着周六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恋
恋不舍地起身时，真的是头昏
脑涨眼发黑，我心里却觉得非
常舒坦。漫步在文学的百花园
中，贪婪地吮吸花蜜的同时，
我也在本地的报刊上绽放了几
朵娇羞的文字之花。

毕业参加工作，生活相对
稳定，人的惰性也跟着来了，
最初的梦想和激情慢慢地淹没
在柴米油盐中。前些日子整理
书柜，突然发现我去年买的新

书 《最美人间四月天》 落寞地
躲在书柜的角落里，居然连一
页都没有动过。拂去上面的灰
尘，我轻轻翻开了它，那些
诗、那些文章，曾经是我最喜
欢的呀！买回来整整一年了，
它也默默地在我的书柜里站了
这么久，我居然连看都没看它
一眼。想想学生时代阅读的快
乐，想想曾经的梦想，我突然
觉得有很多不甘心，这样碌碌
无为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我应该重拾阅读的快乐，虔
诚阅读，笔耕不辍。虽然我不知
道努力过后会不会有一些成
绩，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
努力，就一定不会有丁点儿成
绩。不管成功与否，至少曾经
美丽。

如果阅读是一项珍宝，我
愿意与她紧紧相拥，永远不再
分开。

重拾阅读的快乐

□梁文俊

九 是 一 个 表 示 数 目 的
字。由于九是古人所造的九
个数目字中最大的一个，所
以在汉语中，九也指极数，
有 至 大 、 至 高 的 含 义 ， 如

“一言九鼎”“九死一生”“九
曲 回 肠 ”“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
等，李白诗句“疑是银河落
九天”中的“九天”，是指天
空 的 最 高 处 。 在 中 国 词 语
中，比喻天很高，便称“九
天”“九霄”“九重天”，“九
霄 云 外 ” 指 在 九 重 天 的 外
面，比喻无限高远的地方或
远得无影无踪。

古时，先民们把天的生
日定为九日。《清嘉录》 载：

“俗以七日为人日，八日为谷
日，九日为天日。”每逢正月初
九，民间都要设道场斋天，庆
祝天的生日。皇帝称作“九五
之尊”，出于《易经》“乾”卦：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龙者，皇帝也，于是“九”便
成了帝王专用数字，甚至连宫
廷中的器物和建筑也被称为

“九龙杯”“九龙柱”“九龙
壁”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
渗透到华夏民族生活的方方
面面。“九州”这个词最早是
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九个行政
区，后来泛指中国；“九鼎”
相 传 是 夏 禹 铸 造 ， 象 征 九
州；“九流”初义指儒、道、
阴阳、法、名、墨、纵横、
杂、农这九家，后来多用于
泛指秦汉时所流行的各种学
术流派。由此再转义，又被
用来泛指社会上五花八门的
职业和人群了。古时社会职
业和人群有高下贵贱之分，
于 是 又 进 一 步 细 分 为 上 九
流、中九流和下九流；旧时官
职分九卿、九品；我国古代有
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文学作
品有《九歌》《九章》《九叹》等；
乐曲有《九渊》《九韶》；中医讲
九针、九窍；礼制有九锡、九
庙；异兽有九头鸟、九尾龟、九
尾狐等；典籍有《九丘》《九经》

《九通》；乘法口诀叫九九，除
法口诀叫九归；表述冷热的有
九九歌……

在我国先民的心目中，
九数吉祥，因而过九或不及
九数的也要称九。例如，《楚
辞·九歌》 本来有 11 篇，却
标为“九歌”。《论语》 载：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其实，齐桓公
会 盟 诸 侯 有 十 一 次 ， 此 言

“九”，非实指。
“九”的丰富文化内涵还

扩展到与“九”有关的其他
数 字 ， 特 别 是 “ 九 ” 的 倍
数，如“十八般武艺”“三十
六罗汉”“八十一难”“一百
零八将”等。

“九”的文化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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